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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5_A4_8D_c36_54030.htm 作为一名考生，也许会想当然的

认为，去年考过的知识点今年不会涉及，怎么可能年年重复

相同的知识点呢？殊不知，年年考的知识点有许多相同或者

类似之处，只是形式略作改动。也许是将选择题变成了案例

分析题，也许是将多选变成单选，也许是将两个知识点合并

考察，也许⋯⋯有的甚至题目都没有变化，照搬过来。而万

变不离其宗，总逃脱不了它内在的考试命题规律，总摆脱不

了考察历年的重要知识点，总改变不了每年都会重复许多考

点的现实。 一、让我们分析一下，题目是如何产生的，一般

所有的题目都来自题库，题库的的题目很多，几乎涵盖所有

知识点。而选题配题的原则是先重点,后次重点,再非重点，显

然重点永远是第一位的 ，而且重要的知识点在整个司法考试

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缛ツ暾嫉?5%的分数。考生想取得理想

的成绩，通过司法考试，理所当然地需要把精力放在重点上 

，同时重点的内容相对于次重点和非重点，是相当有限的，

只占到整个知识点的20%左右。 帕瑞托是意大利的一位经济

学家，他的法则就是我们熟悉的8/2原则。他认为20％的目标

具有80%的价值，而剩余的80％的目标只有20％的价值。即重

要的少数和不重要的多数。为了赢得有效的管理时间，应该

根据价值来投入时间把时间投入到有较大意义的目标中去。

当琐细的事情花去大量时间的时候，也就没有了效率，不会

产出太多成果。 所以80%的精力和资源都要用到20%的有价

值的部门上，在司法考试中， 20%的重要知识点占据了85%



的分数，我们理所当然把80%的 精力放在这20%的知识上。

所谓“要用到刀刃上”，就是这个道理。可以说，掌握了这

部分内容就把握了司法考试的根本，就有了必胜的把握。 既

然每年都要考察这20%的重要的知识点，每年都会重复这些

考点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此外，有些出题的老师是很忙

的，在很忙条件下，要保证题目的质量，最有效的办法就是

把往届的真题改头换面，甚至都没有变化，照搬上去。历年

都有重复题目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 二、欲把握这些重点，

就有必要有目的地做历年真题。历年的真题是经过命题组人

员仔细的斟酌，反复的推敲才产生出来的，都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和典型性，仔细分析真题就很容易把握这种典型性和代

表性，进而透过真题得出考试的重点所在。有的同学会说，

我做真题是很随意的，不会有很多的目的性，也很少去分析

真题所涵盖的知识点及内在的规律。对真题感性的认识虽然

对学习法条及知识有所帮助，但这种帮助是有限的，需要上

升到理性认识的层面。 做真题要反复做几次，力求完全掌握

真题。“熟能生巧”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但道理归道理，实

际生活中，没有几个人会按道理办事。许多同学在考前没有

做过一遍真题，或者仅仅做过一次真题，已是再平常不过的

事，没有人会感到奇怪，他们认为再做去年或者前年以至更

早年份的真题没有太多的意义，只是多浪费时间而已。这种

认识是极端错误的，此种对待真题的态度不足以使其把握考

试的真正意图，在学习中也就不可能有的放矢。 没有针对性

的学习，是谈不上效率的，平时学习总是这种状态是可怕的

，使其掌握的知识点少，理解肤浅，而且会逐渐丧失必胜的

信心，有的甚至最后没有参加考试，出现这种结果并非耸人



听闻，真正分析内在的逻辑关系，很容易就推导出这种结果

，现实中也有这方面的案例。 一位著名大学法学院的男考生

，自5月初开始准备司法考试，紧跟着大纲很努力的研读三本

指定教材，每天学习时间在10小时以上，在复习一遍书本之

后做了一次真题，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做过真题，而是一边复

习指定教材，一边做其他模拟试题，当不想看书时，就做所

谓的模拟考试题目，几乎所有的模拟考题他都做过，当遇到

解不开的难题时，总是虚心请教同学，而大多数题目他的同

学也不会，这些题目甚是刁钻，而且和司考真题考察的角度

，方式相去甚远。是他把很多精力放在解答这些问题上，而

不是研究真题，时间久了，被一些没有质量模拟考试题目搞

的身心疲惫，直接影响学习的心态、情绪以至信心。结果他

考了350多分，虽然与分数线想差不多，但差之毫厘，缪以千

里。这位同学复习的时间不能不说充足，态度不能不说认真

，然而总的方向错误，没有针对性的研读真题，而是偏离真

题以至败北。 三、做真题，要尽早，不能等到临考试才去做

。如前所述，做真题的目的是指导自己的学习，有的放矢，

提高学习的效率，如果等到最后才去做真题，仅仅起到检测

自己水平的作用，效果极其有限，丧失了做题的意义，起不

到做真题的真正功效。做第一遍真题目的是检验自己的水平,

找到自己的盲点，同时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水平，从而激励自

己奋而前行，其而后开始着手复习，每复习到一知识点，应

当有意识的去查找历年试题中的相关题目，以加深理解，加

深印象。在复习完一遍书本知识之后，需要重新做一遍真题

，不要以为以前做过，就全部都懂了，都会了，你会发现仍

有许多题目不会做，自己的知识点仍不牢靠，更不能随心所



欲的“调兵遣将”，此时要做的是勾出自己的错题，并反复

分析演练直至能够成为一种思维惯性，看到了相关题目就能

产生一种反应：考的什么知识点，应当如何去分析。 需要注

意的是当做第三遍真题时，就不要太执着于题目本身，要多

注意出题的方式，考察知识点的角度，出题的目的及考察的

深度。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考生自己花时间去研究，才能

有更深的体会，才会有更深的理解，对指导平时的学习才更

加有效。要牢牢记住铺天盖地的法条和仅仅分析演练几次真

题相比较，显然后者更加省时省力，更加高效。 按照以上方

法去复习，不仅不需要太多的时间，有高效率，高效益，同

时会产生一种轻松的心理状态，不会感觉自己被压垮了，面

对不太多的真题，取而代之的是种平静，轻松，愉悦的心态

。用如此至少的时间，能够取得50-60%的分数，获得相当丰

厚的 “收入”，不可不谓高效。当然，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

到把真题搞懂搞透，也只是成功了一半，如果认为这样就可

以高枕无忧，那就错了，也不可能通过司法考试。 通过对真

题的分析之后，我们要做的是在最大可能减负的条件下，去

完成对重点、次重点法条的记忆，从那里去获得取胜的分数

，至于如何减负，在《如何消灭这12000多个法条》中有所涉

及，此不赘述。有了以上基础，实现360分的突破不是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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